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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高度重视新建苹果园轮纹病的防治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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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纹病是严重影响苹果树生长发育与果实产量的重要病害之

一，它不但严重削弱树势，造成果实腐烂，而且能造成幼树死亡。

由于生产上大面积采用果实套袋措施，苹果果实轮纹病得到有效控

制，而对枝干轮纹病的防治有所忽视,导致菌源量逐年上升。苹果轮

纹病在降雨量较大的环渤海湾和黄河故道苹果产区有蔓延之势。由

于新建苹果园多用‘M系’营养系砧木，砧木本身对轮纹病的抗性差，

而主栽的接穗品种‘富士’本身也对轮纹病感病严重。因此，轮纹

病有可能成为对新建苹果园造成严重危害的一种病害，必须给予高

度重视。

一、轮纹病危害苹果新建苹果园的案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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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作者多次接到山东各地果树站、育苗单位、种植大户和

果农的求助电话，反映今年春季新栽植的苹果幼树和 2-3 年生的幼

树大批死亡。作者于 4 月中旬和 5 月上旬先后考察了栖霞、莱阳、

莱西、莱州、蒙阴、胶南、海阳等地的 8 个新建苹果园和 7 个 2-3

生苹果园。

在考察的 8 个新建园，主要以‘M26’为中间砧和‘T33’为自

根砧。至 5月上旬，8 个新建果园幼树平均发芽率不足 40%。未发芽

的幼树中，绝大部分树体上部枝条已抽干，只有少数还有可能发芽；

已发芽的幼树中，也难以保证全部存活。从总体趋势看，以‘M系’

砧木为中间砧或基砧的 2-3 生大苗死苗率最高，1-2 年生的小苗死亡

率相对较低，乔化砧树也有不同程度的死苗现象，但死苗率相对较

低；同一批的苗子栽植的果园不同，管理水平不同，死亡率也有较

大的差别。其中，栖霞市的一个新栽植果园死苗最多，莱阳市的一

个新植果园死苗最少，两个果园都是以‘M26’为中间砧的 2年生大

苗。栖霞市死苗最多的果园共栽植 384 株，到 5月初只有 20 株发芽，

莱阳市死苗最少的果园发芽率达 80%。所考察另外 6个果园的发芽率

分别为 70%、56%、40%、32%、28%和 27%。作者考察发现，绝大部分

没能发芽的新栽植幼树根部完好，少数已形成新根或新芽，根部不

是导致新植幼树死亡的主要原因。造成幼树死亡的主要原菌是树体

基部或嫁接口处皮层发黑坏死，即轮纹病菌在苗木失水条件下形成

的干腐病斑是导致 2014 年新植幼树死亡的主要原因(图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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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察的 7 个 2-3 年生新植的苹果园中，其中 5 个果园轮纹病

发病严重，2个果园的轮纹病发病较轻。5个轮纹病严重的果园中，

大部分树体基部满布病瘤和病斑，轮纹病已严重影响到树体的生长，

部分幼树已经死亡。莱州市一果园于 2012 年建园，共栽植 3000 株

‘M26’为中间砧富士苗。据园主反映，在建园的当年死苗 400 余株，

2013 年死树 200 余株，2014 年死树 310 株，3年累计死树超过 30%。

作者现场考察时发现，50%以上的树体满布病瘤和病斑，树势衰弱，

轮纹病仍有加重的可能。栖霞市的一个果园于 2013 年建园，共栽植

17000 株，其中以‘M26’中间砧和‘T33’自根砧苗木各占一半，2014

年春季该园已更换新树 4000 株，死树率也超过 20%。已发芽的幼树，

轮纹病严重，继续死树难以避免。另外 3个果园情况也基本类似。

二、轮纹病危害苹果幼树的原因分析：

苗木带有轮纹病菌是导致 2014 年新植幼树大批死亡主要原因。

2013 年 7 月份山东各地出现了长达 20 余天的持续阴雨，导致大量苗

木被轮纹病菌侵染。进入 8月份后，又出现长大 8个月的持续干旱，

导致苗木根系生长发育不良，苗木内营养积累不足，树势衰弱。2014

年春季栽植后，随温度的上长升和苗木失水，潜伏于枯死桩、病瘤

或皮层内的轮纹病菌在已经衰弱的幼树皮层内迅速扩展形成干腐病

斑，当干腐病斑环绕主干 1/2 以上时，便造成新栽植幼树死亡。久

旱无雨、树苗含水量和积累养份不足、苗木栽植前没进行根部浸水

和消毒处理、栽植后灌溉不及时、灌水不足等，都是导致轮纹病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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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扩展的原因。在肥水管理较差的果园，即使已经存活的幼树，

轮纹病仍是幼树生长发育潜在的重大隐患。

苗木带有轮纹病菌、栽植后遭受轮纹病侵染、管理不善和天气

持续干旱是导致了 2-3 年生幼树轮纹病发病严重和幼树死树的主要

原因。轮纹病菌在苹果的枝干内至少存活 3 年以上。当肥水充足，

树势旺盛时，由于树体的抗病性很强，轮纹病菌难以在皮层内扩展，

而是随树体的生长，病瘤逐渐剥落。然而，当树体遇干旱失水或树

势衰弱时，轮纹病菌在皮层内迅速扩展，或形成“马鞍状”的病斑，

或形成干腐病斑。“马鞍状”病斑和干腐病斑上能产生大量的分生

孢子和子囊孢子，随雨水或气流传播，从枝干皮孔和剪锯口处再侵

染枝干。当干腐病斑和“马鞍状”病斑环绕主干的 2/3 以上时，便

导致幼树死亡。

新建苹果园中轮纹病发病严重与栽培品种、砧木选择、苗木类

型和栽培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：1)‘富士’品种对轮纹病菌敏感，

‘富士’品种在苹果主产区的大面积栽培，导致轮纹病菌的菌源量

逐年增加，苹果产区的育苗基地和新建果园难以避免来自周边果园

内轮纹病菌的侵染；2)新建矮砧密植果园主要以‘M系’的自根砧或

中间砧为主，而‘M系’砧木对轮纹病菌更加敏感，其敏感程度远远

超过‘富士’，在苗圃内就已被轮纹病菌侵染；3) 与乔砧树相比，

矮砧树对立地条件和栽培管理要求更高，一旦遇到恶劣的环境条件

或管理不到位，树势很快衰弱，从而加重轮纹病的危害。矮砧树进

入结果期快，成花容易，坐果率高，产量高，容易造成树势衰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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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水管理要求高。如肥水管理不当和负载过重，就会造成树势衰弱，

从而加重轮纹病的危害，轮纹病的危害又会削弱树势，形成恶性循

环。

三、解决方案：

轮纹病菌一旦侵入寄主组织后难以铲除，对枝干轮纹病目前还

没有特别有效的防治措施，实际生产中需要依靠综合措施进行防治，

而且需要坚持数年方能见效。苹果轮纹病又是一种积年流行病害，

病原菌能在树体上逐年积累。因此，轮纹病的防治应该从健康苗木、

科学合理的栽培管理入手，合理使用高效长效化学药剂，以防为主，

防控结合，方能奏效。在矮砧密植园，要更加注意加强栽培管理，

合理负载，保持强健树势。

1、苗期轮纹病的防治：育苗地的条件和育苗过程是防治轮纹病

的第一关。一是育苗地最好是远离老果园和村庄；二是要从专门隔

离的采穗圃取砧木品种接穗；三是在生长季节苗圃要喷布杀菌剂防

止苗期轮纹病的侵染。

2、栽植前苗木消毒：苹果苗木栽植前，剪除嫁接口上部的枯死

桩，用 100 倍的硫酸铜溶液，或 300 倍的甲基硫菌灵药液，或 300

倍的多菌灵药液将整株苗木浸泡 2 小时以上，取出后用油漆或成膜

剂涂布剪口。

3、加强果园肥水管理和控制负载量：无论是用乔化苗还是利用

‘M26’、‘M9’(含‘T337’)矮化中间砧和自根砧苗木建园，都要

从幼树做起，要加强肥水管理，有条件的可以采用肥水一体化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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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肥水供应，保持强健树势。进入结果期，要合理控制负载量，

防止树体衰弱，增强树体对轮纹病的抵抗力。

4、剪除病枝，清除病原：冬季修剪要适当延迟，三月份气温升

高时修剪，可以减少伤口侵染。无论冬剪还是夏剪，都要彻底剪除

果园内的枯死枝，弱枝，以及带有明显干腐病斑、大量轮纹病瘤和

腐烂病斑的枝条，刮除枝干上的病瘤，以清除果园内的侵染菌源。

修剪下来的枝条都要带出果园，并及时销毁。

5、春季防治：春季修剪并清园后，降雨之前，具体时间为 3月

中下旬苹果萌芽前，全树喷布一遍高浓度的波尔多液，幼树可涂布

一 遍 波 尔 多 浆 。 高 浓 度 波 尔 多 液 的 配 比 为

CuSO4:CaO:H2O=1:2-3:60-100 ， 波 尔 多 浆 的 配 比 为

CuSO4:CaO:H2O=1:3-5:15-25，加 1-2%的植物油或豆粉。本次用药的

目的是保护剪锯口在 4-6 月份不受轮纹病菌和腐烂病菌的侵染，同

时铲除枝干表层和表面的病原菌。

6、雨季防治：6、7、8、9月的雨季是轮纹病菌的主要侵染期。

为了防止轮纹病菌的侵染，结合其他病害的防治，分别于 6、7、8

月份全树各喷布一次波尔多液，并保证枝干和剪口着药，波尔多液

配比为 CuSO4:CaO:H2O=1:2-3:200-240。用药的目的是保护枝干、剪

口和叶片在整个雨季不受轮纹病、腐烂病、褐斑病等病菌的侵染。

对于枝干轮纹病发病严重的果园，7月份的波尔多液可改用浓度稍高

的波尔多液，并重点对枝干用药，波尔多液的配比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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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SO4:CaO:H2O=1:2-3:80-120。对于幼于可于 7 月上旬用波尔多浆

涂干。

7、干腐病斑处理：新形成的干腐病斑和“马鞍”病斑在雨季能

产生并释放孢子，随雨侵染健康枝条。用植物油将甲基硫菌灵或多

菌灵调制成 50 倍的混合液，在 5、6 月涂布干腐病斑和“马鞍”病

斑，可以防治病菌继续产孢。

枯死桩内轮纹病菌扩展后导致的死苗(左)，已死亡幼树上的干腐病斑(中)和库存苗木上的干腐病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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